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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特产有别于一般的工业产品，其包装设计除了要满足包装的基础

功能以外，必须彰显土特产的特性，即地域性和文化性。因此，在包装设计

的内容上要突出土特产品质的独特性和土特产背后的文化性。在此基础上，

按照合适的步骤，对土特产进行包装设计：在表现形式上，要注意图形元素

的选择及其符号化；包装装潢中的文字应遵循宜简的原则，尽可能以图说话；

包装装潢的色彩设计应符合色彩视知觉原理和旨在通过色彩突出产品特性与

增强视觉冲击力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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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所谓“土特产”，实际上是“土产”和“特产”

的合称。《汉语大词典》中对土特产的释义：土产和

特产的并称。在我国，土产一般指各地的农副业产品

和部分手工业产品，如松香、毛竹、栲胶、陶瓷器、

丝织品、花边、水果等。特产指各地土产中具有独特

品质、风格或技艺的产品，如杭州的织锦、景德镇的

瓷器、宜兴的陶器、绍兴的黄酒、南丰的蜜橘、汕头

的抽纱等。因此，“土产”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某地

出产的产品，二是某地出产的富有地方特色的产品；

而“特产”则是指某地或某国特有或特别著名的产品。

然而，土特产的种类繁多，但按照目前约定俗成的说

法，土特产是指来源于特定区域、品质优异的农林

产品或加工产品，它可以是直接采收的原料，也可

以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的制品。地域性特点决定了

土特产往往以不同的地域名称冠之，诸如北京特产、

湖南特产以及沂蒙特产、浏阳特产等，其包装形式可

谓形形色色，但都存在一定问题：或就地取材，采用

捆扎或盛装的方式，包装处于简单的原始阶段；或照

搬现代工业产品包装方式，与土特产属性并无关联；

或以塑造品牌为目的，包装却缺乏品牌内核……总

之，土特产包装虽随处可见，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

设计实践者，均未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和专门的探讨，

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论述。

1 土特产包装设计的内容

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土特产销售已突破了地

域的局限性，但土特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业产

品。一方面土特产的地域性销售仍然占据主流，其

销售对象多为观光游客，而观光者和游客购买土特

产的目的不外乎以下 3 种情况：一是为了品尝体验，

二是作为礼品馈赠亲友，三是作为记忆留念，以此留

住乡愁。另一方面，土特产跨区域流通、销售，商家

的卖点在于其特殊性：或类别具有独一无二性，或品



- 75 -

质具有特殊性，或味道具有与众不同性。因此，土特

产包装设计应围绕满足游客和引导游客购买而进行。

为此，在其包装设计内容上，除了应当充分实现包装

的本体功能以外，还要重点关照以下两个方面：

1）土特产品质的独特性。这包括土特产的自然

属性和加工工艺的特殊性。而自然属性一般表现在

产品的形态、味觉与人的感官体验等方面，加工工

艺则是通过特殊工艺而赋予产品所形成的新的视觉、

味觉的与众不同性。这二者均属于感官和体验层面所

能认识和体验的。

2）土特产背后的文化性。设计是一种文化 [1]，

对于土特产包装设计来说，这种文化实质上包含了在

历史传承中与土特产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包括神话

传说、历史掌故、民俗习惯等众多内容。它们除了作

为土特产特性形成和发展的史实存在以外，还蕴含了

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追求、

审美取向，兼具显性和隐性、自然与人文相互并存和

交织融合的特征，是特征因素和物质因素有机融合而

产生出来的第三者现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

术”的精神，当然，这种艺术精神是具有物质价值的 [2]。

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既有直观性，又有隐喻性。

所谓直观性是指通过人的感官可以直接体会到的，

而隐喻性则要通过一定的思维方式和过程，才能领

会和发现的，但这种领会和发现只需建立在一定的

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生产、生活情况以及风土人情

的了解之上，无需经过复杂的推理和严密的逻辑思

维过程。换言之，隐喻性表象之后的典故、风情及

知识文化，通过特定的表达、表现方式是可以让人

显而易知的。

2 土特产包装设计的步骤

基于上述土特产包装设计所需表达的主要内容，

对于一个具体的设计目标来说，在设计上应充分考虑

以下环节和步骤：

1）对土特产的全面了解阶段。这一阶段是围绕

目标而开展的土特产品名、根植环境（包括历史的、

自然的和人文的）生产、加工工艺、产品特性、发展

演变历史，以及所承载和蕴含的地域文化及精神的

发掘和考察。它必须建立在对土特产根植区域自然、

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工艺技术全面了解的基础上，

因此，实地考察、访谈和查阅包括地方志等在内的历

史文献资料是此阶段必不可少的手段与方法 [3]。

2）设计灵感与思维的发散阶段。通过前一阶段

扎实有效的工作，在掌握各种信息、情况和内容的

基础上，要将其凝练在包装载体上，用适当的手段、

方式进行恰到好处的表达。这时，设计灵感的获取和

思维的发散性是关键。这就要求对前一阶段收集来的

资讯进行资料汇编并进行深入分析，从资料汇编中遴

选出要点、重点，以此激发设计灵感，然后通过头脑

风暴式思维展开无限的联想，最后对各种奇思妙想进

行逻辑分析，从中确定设计所要表达的主旨、内容和

表现路径。

3）对初步设计方案的甄别与确定阶段。当设计

灵感和思维出现以后，如何将这种无形的意想化为

可以预想的形态，设计的定位和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它是以土特产自身的属性为基础，盱衡消费目标群体

的物质和精神追求，撷取最能契合消费者的题材和内

容，显性或隐性地传达给消费者。消费者的心理尽管

异常复杂，但对土特产具有显性和隐性的欲望与追

求，反映在包装设计上，好的包装是对显性追求的迎

合，是对隐形追求的刺激。因此，睹物生情是最佳的

设计效果。而要取得这个效果就需要在设计语意层面

和消费者进行无声的对话与交流，从而通过隐寓的表

象，获得消费者的认同。

4）设计形式与风格的确立阶段。当目标定位和

设计的具体内容确定以后，能否使包装和预想的方案

效果达到一致，形式和风格的选择是不可忽略的因

素。一方面，风格和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同一目标

和内容的表达会千差万别；另一方面，同一内容用不

同的风格表达，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意象。因此，

我们既要秉承内容决定形式和风格的设计思想，又要

基于内容选择与之匹配的风格和形式，使两者珠联璧

合、相得益彰。对土特产包装而言，其风格包括自然

的、田园的、乡土的、传统的。而事实上，每一种包

装风格除了题材和构图之外，材料和工艺至关重要。

在现代技术背景下进行包装设计，要求我们不仅要熟

谙各种新材料、新工艺，而且要对与各种材料、工艺

结合的设计主题的实际效果有充分的预见性。

上述 4 个阶段和步骤，并非土特产包装设计的全

过程，因为从理论上说，作为一个包装设计，还有设

计的制作和完善等阶段，而且在每一个具体的设计

阶段，其着眼点以及设计师对关联性的理解有差异，

划分的标准和方法并不一致。笔者上述所列，仅其关

键阶段而已。

论土特产包装设计

朱和平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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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特产包装设计的表现形式

包装设计最终的表达离不开具体的形态和其装

潢。以前者来说，决定商品包装形态的因素包括商品

自身的属性要求、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容量大小，以及

所选择材料的物理属性与加工性能等。对一件好的包

装来说，这些因素是作为一个综合体来考量的。土特

产包装的形态无疑是要突显特产的特性，因此，产品

的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是包装形态的决定性因素。充

分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并选择适当的材料与之相匹

配，是决定形态的总体思路。当然，还应当考虑土特

产购买者携带的方便性，以及消费者使用的便利性，

因此，无论是何种特产，都不应是大容量和异形形态。

拿后者来说，土特产包装的装潢与其他产品包装的装

潢一样，均离不开图形、文字、色彩这 3 个视觉要素。

从严格意义上说，商品包装装潢可以划分出两个层

次：即表层和深层。所谓表层的是指构成装潢的要素

给人传达出直接的、明确的信息和感受，而深层的则

是指整个装潢画面所呈现出来的视觉形式背后的艺

术性及艺术意蕴 [4]。土特产包装装潢以追求深层的设

计层次为目标，为此，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图形元素的选择及其符号化。土特产包装的

图形来源比一般工业产品要多，举凡自然的、地理的、

历史的、人文的、工艺的，几乎都可以反映和表达土

特产的特性，如何从这些来源和对象中撷取图形并将

其符号化，这要求设计师抽取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性的

元素加以运用 [5]。然而，这并非易事，如自然山水虽

随处可见，但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自然山水却并不多

见，能让消费者一目了然的更是屈指可数。同时，要

将所撷取的元素图形化、符号化更不容易。在现实设

计中，一些土特产包装以山水作为图形元素，往往是

简单地截取山水的自然形态，这对于像桂林、张家界、

琅山等极具独特性的山水来说，似乎并无不妥，但对

于其他一些虽然山水优美，但地标性并不太强的地域

而言，这种做法难以让广大消费者产生联想和认同感。

为了便于简要说明问题，这里我们不妨以简表的形式

对图形来源、表现要领和注意事项加以阐释（如表 1
所示）。

表 1 图形元素的选择及其符号化

Table 1 Selection and symbolization of graphic elements

主要图形来源 表现要领 注意事项

山水

人物

加工工艺

历史掌故

风俗

撷取地标性山水作为图形元素，并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图像化所追求的

目标符合中国传统美学“形神”理论和要求

以与土特产直接相关的人物为元素，构建人物与特产的紧密关联性，

无论是显性或隐形的表达方式，均置之于土特产的特定情况中

由加工工艺决定品质与属性的土特产，以决定工艺独特性的加工工具或

加工环节作为图形元素，通过对过程的图形化予以表达

注重图形叙事的完整性、相关人物活动的有据性、

时代的变迁性以及文化的寓喻性

民风民俗内核、价值取向与土特产包装关联度的深度挖掘，

以及精神物质化载体选择

建立图像与特产内在或

外在的逻辑关系

注重人物时代、地域和

身份性的塑造

体现工艺的步骤、关键环节，形成完整的

工艺链，并注意突显或隐含科学性与生态性

注意历史语境与现实世界的对接

图形设计的繁简处理和象征元素的表现力

2）土特产包装装潢中的文字内容，应遵循宜简

的原则，尽可能以图说话，即使是必要的文字，也

可运用多种方法尽量使之图形化 [6]，而土特产包装装

潢中必要的辅助性文字是建立在图形所无法或难以

完美表达的情况下的。除了包装规范所要求的文字之

外，举凡与产品属性相关的说明性和介绍性的文字，

均应通过字体设计，将文字设计成与土特产自身属性

及其整个包装风格相一致的字体。同时，考虑到土特

产包装设计的本土性，其字体切忌用拉丁字体等域外

文字。即使是面向国际市场和供境外游客购买的土特

产，其包装上的文字也应慎用外文字体，最好做到不

用外文字体。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字西化会导致土特

产地域性特征的丧失；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对文字的需

求具有多样化，单纯用某一种语言文字即便是英文也

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广泛国际化。相反，纯粹的汉

字（经过设计的汉字）可能更有助于我国土特产的品

牌塑造和维护。

3）土特产包装装潢的色彩设计，应符合色彩视

知觉原理和旨在通过色彩突出产品特性与增强视觉

冲击力的原则。由于土特产以自然出产物居多，因而

具有原生态和有机等特性。因此，对那些未经过深加

工的土产品，其自然生态环境下的色调，恰好可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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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其特性；而经过深加工的土特产品，则宜用与加工

工艺过程或加工后产品的色彩为其主色调 [7]。当然，

色彩与人的感知背后的心理至关重要，而人们对待同

一色彩所产生的心理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千差万

别，不仅如此，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与不同心境下对

同一色彩的价值取向也并不一致 [8]。基于此，不同类

型的土特产包装设计对色彩设计的要领和注意事项

概述如表 2 所示。

表 2 土特产包装设计色彩要求

Table 2 The color requirements for local product packaging design

产品类型 包装装潢色彩设计要领 注意事项

原生态土特产

简单加工型土特产

独特工艺型土特产

以产品根植环境为主色调，藉以体现产品的原生态性；

以产品生长环境拟化色和产品自身外观色调，形成对比色

以加工过程环境色为主色调，或以加工后产品色彩作为主色调，

与产品原生态环境色彩形成对比

以反映和展现民风民俗场景、氛围和象征性色彩取向为主色调；

以历史掌故为元素的图形设计，其色彩以复原历史语境为目标

主要针对以山水为元素

图形化的包装装潢

主要针对以工艺过程为元素

图形化的包装装潢

避免色彩杂乱

4 结语

在现代社会，土特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随

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地球村的出现，传统意义上

的土特产已然成为全球性的商品，传统土特产的销售

对象、销售方式正在或已经被颠覆，因此，土特产包

装设计必须与时俱进。如何从以亲临其境的观光旅游

者为主要销售对象向与迅速发展的物流业特别是物

联网背景下的线上销售相结合，是包装设计者必须正

视和解决的问题 [9]。为此，在前面我们业已提出的设

计内容、步骤形式和要求之下，还必须关注以下动态：

1）以游客为消费主体的包装向线下和线上包装

兼顾的转变中，包装作为商品无声推销员作用的发挥

不仅涉及到包装功能的实现和转换，而且信息技术作

用的发掘将成为关注和运用的重点。

2）在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新的历史时代，传

统地域文化的发掘和传播方式面临重新选择的问题。

在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包装设计如何利用

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因素值得设计师关注与探索 [10]。

土特产包装设计者必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走出传

统的樊篱。

3）坚持民族性，留住乡愁，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和设计的出路。对有形中蕴含无限、无穷的设计形式

而言，设计语义的获取，必须从表层进入深层，从物

质设计向非物质设计转变，在土特产包装设计中显得

尤为重要。

4）现代新型材料的不断涌现和劳动成本的激增，

使得土特产包装设计容器成型选择传统的手工编织

方式已难以实现，昔日的成型方式必须改变，必须面

向机械化与批量化生产的方式。这将是传统的土特产

包装容器形式上将发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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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ckaging Design for Local Specialties

ZHU Heping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Local specialty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industrial products in that its packaging design should not only 
meet the basic packaging functions, but also manife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specialty, i.e., regionalism and culture. 
The content of the packaging design should highlight the uniqueness of the local specialty quality and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local products. Local specialty packaging should be designed on this basis by following appropriate 
steps. In regard to expressive form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graphic elements and their 
symbolization. The text in the packaging decoratio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conciseness, and express through 
pictures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color design of packaging decoration should conform to the color visual perception 
principle and be aimed at protr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s and enhancing the visual impact.

Keywords：packaging design for local specialty；regional culture；design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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